
汪国辉简介，1951 年 6 月，
出生在崇阳县天城镇渣桥村；
1957 年上渣桥小学；1964 年，上
崇阳一中；1968 年底，知识青年
回乡；1972 年 3 月，上武汉大学
中文系; 1975 年 8 月，分配到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9年元
月，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当编
辑;1991年担任影视部电影组组
长；1995 年任影视部副主任，
2000年任影视部主任至退休。

廖一钧简介:1942年4月，出
生于崇阳县青山镇尺冲村; 1957
年,毕业于高枧小学; 1963年7月
毕业于崇阳一中，自1963年8月
入伍，至2001年退休。

38年的军旅生涯，一直从事
部队的院校教育，副教授职称。
先后担任武汉军区技术训练大
队大队长、军械士官大队大队
长、武汉军械士官学校长等职，
任主管领导近15年，为部队的院
校教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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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庆 崇阳一中

80华诞

开栏语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崇阳一中诞生于1940年，五更校名，六易其

址，砥砺前行，日益其昌。日月如梭，素什锦年，该校名人辈出，人脉绵
延，薪火相传，各有建树，为此，本报特辟专栏《庆崇阳一中80华诞》之

《校友风采》记述他们的青春热血、风雨经历和成功卓越，以飨读者！

亲切纯正的乡音，坚定自信的眼
神，开朗稳重的举止，特别是那炯炯有
神的双目闪烁着睿智的光华，正如古
语所言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置身他
简朴的办公室，四壁琳琅、非书即碟，
令人目不暇接，深深感受到极浓的专
业氛围。

而品读汪国辉先生的艺术人生，
也仿佛是在翻阅一本典雅精致的书
籍，禁不住令人口齿噙香……

1951年6月18日，汪国辉出生在
崇阳县天城镇渣桥村。家里 3 兄弟
中，他排行老大，父母都是荷犁负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汪国辉6岁上渣桥小学，上5年级
要到离家七、八里地的新塘小学，每周
回家一次，平时生活自理。当时学校
条件有限，没有统一的饭菜，自己带米
蒸饭，饭可以吃饱，但菜只能是自带的
酸菜，汪国辉现在还聊侃说，吃了整整
两年的酸菜，也没有影响到学习成绩。

1964年，小学升初中，汪国辉考

上了城关中学，即当时的崇阳一中，圆
了自己的梦及父母的心愿。接到一中
录取通知书，可以转户口，吃商品粮，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知有多高兴。
大夏天父亲冒着 40度的高温为他转
户口交粮，一天来回县城好几趟，挑一
百多斤的担子仍是满脸喜悦，快步如
飞，如果赋予点诗意，是因为肩上挑着
满满的希望。

到县一中读书，各方面条件都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校统一伙食，每餐
有荤有素，晚上能在明亮的日光灯下
自习，学校师资全县第一，还有实验
室、运动场，一应俱全。在这里，汪国
辉如鱼得水，成绩在班里总是前几名。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
动开始。汪国辉作为知青回家务农，
户口也转回了农村。这时的爷爷奶奶
及父母虽然没有当年送他上一中时的

喜悦，但也没有责怪，毕竟是政策所
定，城里的孩子都下农村了。回家后，
汪国辉样样农活都干过，而且干得很
出色。这期间，不能不提到对他起过
重要引导作用的知识老人——教书先
生汪隽侯。老人古文功底厚，数学也
不错，精通珠算，喜欢读书人。汪国辉
一有空就往老人家里跑，虚心请教。
从老人那里学会了珠算，读到了老人
儿子从武汉寄来的毛泽东诗词和鲁迅
诗集，还有《左传》《战国策》中的一些
典故，这为他后来的求学之路打下了
较好基础。

因为汪国辉跟老先生学到的珠算
功夫还不错，又是中学毕业生，所以很
快就当上了小队会计和大队会计。由
于会计工作得到大队、公社认可，所以
公社有意培养他做大队干部接班人，
但汪国辉还是向往走出乡村继续求

学。
1972年 3月，武汉大学中文系到

崇阳招收一名学生，被统称为工农兵
学员，后来才知道，这个名额是当时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委托武汉大学培养的
编辑记者之一，而正在犁田的汪国辉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快步赶到县招待
所，招生老师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包括
学历、个人爱好，以及对时事政治、国
内外大事的了解和看法等，最后让他
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上大学”的体
会文章。第三天接到录取通知书。月
底，如愿以偿地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就读。

1975年 8月，汪国辉从武汉大学
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少儿部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
成为了《星星火炬》节目的一员。但汪
国辉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习惯用一
种“异想天开”的思维审视工作和问
题。平时，他喜欢看书，无论是文学类
书籍，还是经济、哲学、历史之类，都感
兴趣。做少儿节目编辑的汪国辉竟利
用业务时间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
论》。之后，又对电影情有独钟，看了
不少电影方面的书籍，当时出版的《电
影知识词典》，汪国辉通读了两遍，又
悄悄报名参加了电影学院主办的电影
编剧函授班学习。

1986年，改革开放正逐步深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革重组，被迫压
缩并取消了少儿节目。1989年元月，
他调到了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当编辑。
两年后担任影视部电影组组长，1995
年任影视部副主任，2000年任影视部
主任至退休。

驻足观摩，堂屋上横挂着“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惟念物力
维艰”，廖老先生那苍劲有力的隶书，
从一笔一画中似乎看出他隐居山水田
园，安享晚年之怡然。从廖老的崇阳
乡音中，记者得知了他戎马一生和军
旅之中的点滴故事——

1942年 4月 13日，廖一钧出生于
崇阳县青山镇尺冲村。1957年从高
枧小学毕业，考入崇阳县第一中学。
1963年 7月于崇阳一中高中毕业，同
年8月份应征入伍至郑州第四地面炮
兵学校，历任战士、班长，年年被评为
五好战士。1964年入党后于次年8月
被保送至宣化炮兵学院射击理论班学
习。1967年7月毕业提干被分配到武
昌高射炮兵学校任教员工作。

1966年 9月至 1967年 7月，廖一
钧随炮兵学校高炮营入越作战，全营
官兵共击落敌机7架，击伤多架，在战
斗中他因作战勇敢荣立三等功一次。
现尚存一本战场军记，图文并茂，记下
了当年的作战经过。

廖一钧说：“坚次响应中央军委毛
主席的号召，尽了一点国际人道主义
的义务吧！”那时，他还被越南胡志明
主席授予“团结战胜美帝”勋章，回忆
这段往事，廖一钧无怨无悔。

1970 年 10 月，廖一钧调任南京
炮兵技术学校任教员。1975年任郑
州高射炮校教员。在教学工作中因
工作出色，立三等功一次。

1981年，廖一钧调入武汉军区后
勤部军械技术兵训练大队工作，先后
任教员、教研室主任，1983年 7月任
大队长。

1986 年，全军精简 100 万，武汉
军区被撤销，1986年 6月份，总部工
作组到大队调查考核，廖一钧受到好
评，并立即决定将其大队改建为军械
士官大队，试办军械士官教育，廖一
钧被任命为军械士官大队大队长。

廖一钧说，军械士官教育是一个
新鲜事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
搬，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教
学大纲、教学计划要重新制订，教材
须重新编写，而且专业包涵了战略武
器以外的所有军械装备，还面临缺教
员、教材、教学大纲，缺少教学场地，
缺少营房，缺少装备。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自 1986年下
半年至1992年，廖一钧带领大队克服
重重困难，为部队培养了近万名军械
士官，因教学质量好，受到部队首长
的欢迎。

军械士官教育经过了近8年的试
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士官教
育的成功经验。1992年12月1日，总
部决定武汉军械士官大队改建为武汉

军械士官学校，级别为正师级，廖一钧又
被任命为军械士官学校第一任校长，从
1992年至2001年退休，他在位近9年，
军械士官学校已初具规模，现在军械士
官学校经过几届班学的团结奋斗，学校
已位列全军先进院校的行列，成为一所
营房设施完整，教学设备先进，教学手段
现代化，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学校。

自 1963年入伍，至 2001年退休，
38年的军旅生涯，廖一钧一直从事部
队的院校教育，也取得了副教授的高
级职称。他担任武汉军区技术训练大
队大队长、军械士官大队大队长、武汉
军械士官学校长等职，任主管领导近
15年，为部队的院校教育作出了自己
应有的贡献。

一生军旅报家国，安身回乡归田
园。自 2001年退休以来，廖一钧摆正
位置，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名老军人、老
共产党员看待。平时，他关注新闻时
政，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部队
建设，关心故乡崇阳的建设。2016年
家乡到县城的新修公路已通车，国家
电网也架到了家乡，家家都盖上了新
房，加上政府的大力扶贫，村民都慢慢
富起来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家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此，廖一钧由衷欣慰，非常感
谢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照，让他在故乡
尺冲村盖起新房，重归田园，享受大自
然，享受家乡的现代化生活。

汪国辉：德馨艺蕴 勤耕央视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廖一钧:一生军旅 安享田园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图说一中变化

记忆中的五十年代崇阳初级中学校景图

1950年城关学前堂

1945年 内洲箭楼王家

1943年 高枧茎竹湾

1940年 金塘羊眼滩

1978年西门虎形山2011年崇阳一中

校址变更
1940年 金塘羊眼滩
1943年 高枧茎竹湾
1945年 内洲箭楼王家
1950年 城关学前堂
1978年 西门虎形山
2011年 崇阳教育新城

校名变更
1940年 崇阳中学
1941年 湖北省联合中学鄂南分校第二部
1943年 崇阳县立初级中学
1956年 崇阳县第一中学
1962年 崇阳县城关中学
1978年 崇阳县第一中学（被湖北省教育厅列为全省首批重点中学）
学校承县学“山谷书院”到“桃溪书院”一脉，教化一方学子。

本版图片：由一中提供


